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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A共创环境美好未来

编者按

十二月，我们迎来了2024年的尾声，同时也开启了对新一年的憧憬与展望。

在这个月里，CEGA在厦门成功举办了主题为“构建新时期环境慈善公益伙伴关系，

共促行业繁荣发展”的2024年度论坛。论坛上发布的《2023环境资助者网络

（CEGA）报告》和《2023CEGA资助案例精选》，不仅展示了CEGA成员在过去

一年中的资助成果，也为行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和参考。此外，CEGA适应

和城市韧性共学营于12月8日至14日在韩国首尔圆满结束，此次共学营为国内气

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案例和经验。在国际舞台上，CEGA成员也积极

参与并贡献着力量。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

上，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等机构共同启动了“蒙古高原综合生态修复与保护网

络项目”。在社区层面，万科公益基金会通过食物零废弃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可

持续社区的发展。另外，CEGA成员年底也捷报频传，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再度

获评为4A级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梅沙碳中和社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目荣获

第七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北京绿化基金会发起的北京市首个古树

名木保险 ——“我为古树保健康”在腾讯公益上线。

本月的项目动态，我们将看到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中

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等机构的项目进展。本月的优秀NGO，我们将一同了解致力于

海洋可持续发展的陵水先锋社区促进中心。

回顾2024年，CEGA在推动环境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上取得了诸多成绩。展

望2025年，我们将继续携手各方伙伴，共同应对环境挑战，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

的环境未来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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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CEGA年度论坛成功举办 | 冬至，我们在厦门团圆

2024 年 12 月 21 日，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在厦门成功举办年度论坛，主

题为“构建新时期环境慈善公益伙伴关系，共促行业繁荣发展”。

论坛伊始，张瑞英主持，CEGA联席主席姚瑶在欢迎辞中回顾了 CEGA 2024 年

成果，如气候慈善伙伴计划的推进、“她”项目与“新力量”项目进展及韩国共学营活

动等。谢玉红呼吁理解捐赠方并推动慈善转型，多元主体合作。

主旨发言环节，王谋回顾 COP29 资金等关键议题并展望 COP30，为 CEGA 指

明方向；张琰分享 COP16 重点，关注生物多样性相关问题及可再生能源挑战。

在伙伴故事环节，侯远青讲述绿色碳汇基金会项目经验，杨彪分享 SEE 基金会

资助成果。

圆桌讨论环节，孙桢强调政府作用，傅昌波关注公众与基金会需求，王小颖以

蚂蚁森林为例谈公众激励，王秋霞倡导跨界合作，郑静茹突出家族基金会优势，

各方一致认同合作的重要性。

随后发布了《2023 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报告》，资助金额增长显著，还

发布了资助案例精选报告。杨超祝贺论坛并鼓励共创生态未来。

谢晓慧总结强调，CEGA 平台在促进互助共享方面的关键作用，欢迎更多基金

会参与，推动气候与生物多样性议题，此次论坛圆满成功，各方达成构建伙伴关

系、应对环境挑战的共识，为环境慈善公益事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更多信息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AJa_q5npI2xnT1hIUKA1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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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8 日 - 14 日，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在社区伙伴（PCD）支

持及宜可城（ICLEI）东亚秘书处协作下前往韩国首尔开展气候变化适应和城市韧

性共学之旅，PCD 还邀请了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三位官员同行。

此前 CEGA 成员在气候变化适应领域已开展行动，此次共学营旨在增强资助

者相关能力，为国内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收集宝贵案例。共学营期间代表团访问

首尔、仁川、水原等市，了解其气候行动战略，与当地官员和专家互动，学习气

候变化适应、灾害管理以及公民领导和社区参与等方面经验。

CEGA适应和城市韧性共学营圆满结束！

更多信息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nRA9PHDfju2QFbI2xcoDAg

https://mp.weixin.qq.com/s/nRA9PHDfju2QFbI2xcoD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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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Z1YtW0U1e3Ijdi4nAptg5A

2024年12月21日《2023环境资助者

网络(CEGA)报告》正式发布。这是CEG

A连续第六年发布年度报告。作为环境

公益资助年鉴和行业发展风向标，报告

汇总了2023年CEGA成员和非成员环境

资助情况、纳入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环

境公益项目筹款观察，并呈现2023 CE

GA资助案例精选。12家CEGA成员在20

23年资助143个环境项目总额3.99亿元，

较上一年增长40%，达到2018年成立以

来的新高。增长主要来自北京市企业家

环保基金会，其2023年环境资助额较上

年增加1.47亿元。更多信息请前往cega.

org.cn官网【报告分享】栏目下载。

报告发布|《2023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报告》

案例发布｜《2023CEGA资助案例精选》

《2023CEGA资助案例精选》的16

个案例名单如下。这些案例涵盖了从气

候变化到生态保护等核心议题到宣传倡

导、公益诉讼、企业促进、国际交流等

多元实践方式，全面展现了 CEGA 成员

丰富多样的工作范畴。我们期望借助此

次案例交流展示活动，深入探寻成员伙

伴资助实践中的创新之处与独特价值，

促进彼此间的共学共进，凝聚环境资助

者的力量。更多信息请前往cega.org.cn

官网【报告分享】栏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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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

（COP16）12月2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开幕。在COP16“珍视草原”:生物多

样性、生计和气候的多功能景观 （ Valuing Grasslands: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s for biodiversity, livelihoods and climate）边会上，内蒙古老牛慈善基

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部、蒙古国办公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启动了“蒙古高原综合生态修复与保护网络项目”。

项目为期3年，将以蒙古高原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开展蒙古高原生态系统

退化机制研究，识别出优先修复和保护区域，并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蒙古国共

计选定约3万亩的优先修复与保护区，开展气候变化背景下基于自然的综合生态

修复与保护示范。通过科学规划、合理修复及可持续发展，实现区域内生态与生

产的平衡，防治土地持续荒漠化。项目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

发展倡议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全球高层对话会成果，践行《国际民间社会共同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联合宣言》，助力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COP16 | 国际民间社会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蒙古高原综合生态修复与保护网络项目启动

更多信息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huzGsNfsc9S0SNTF8iMfHA

https://mp.weixin.qq.com/s/huzGsNfsc9S0SNTF8iMf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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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sTIZ8HpjI_QBv1VY0tO2EA

12月18日，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谢晓慧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2024影响力慈

善年会。本次年会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公益行动与慈善新前沿”为主题，由《中国慈

善家》杂志社主办、影响力慈善研究院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公益领袖、学者及

行业精英为“适应与创变”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应对气候变化的公益新路径。

如何从食物零废弃开始，打造更加可持续的社区？

在影响力TALK环节，谢晓慧秘书长围绕气候变化与食物浪费，分享了题为

《社区应对气候变化先行示范：从食物零废弃开始》的主旨演讲，生动有趣地向

与会者介绍了万科公益基金会在推动可持续社区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创新

实践行动和经验。

https://mp.weixin.qq.com/s/sTIZ8HpjI_QBv1VY0tO2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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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食物零废弃的可持续社区实践，谢晓慧详细介绍了万科公益基金会通过黑

水虻技术，解决社区食物废弃问题的创新实践。在深圳梅沙碳中和先行示范区，社

区平均每天会产生9吨左右的厨余垃圾，其中有3吨可以通过黑水虻技术被处理。而

在北京西山庭院社区，当居民看到自己分出的厨余可以被黑水虻处理站消化之后，

有高达90%的人愿意主动参与厨余垃圾分类。她表示“正是这些一个个的成果鼓励着

我们继续往前，持续去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基金会还通过影响力投资、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开发黑水虻处理厨

余垃圾的碳减排方法学等务实行动，从产业链的商业化运营，到行业标准建设，再

到其在城市碳减排交易的运用实践，为黑水虻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持续赋能，为

中国社区应对气候问题提供创新思路与实践路径。

更多信息详见：如何从食物零废弃开始，打造更加可持续的社区？

国际志愿者日 | 在书信中呵护孩子如蓝天一般广阔的梦想

万科集团自2008年援建四川省遵道学校起，持续通过多元的方式支持遵道学

校的教育开展。2021年引入蓝信封书信陪伴项目，邀请万科志愿者成为孩子们的

书信笔友，支持遵道学校更多孩子获得心理陪伴，也有更多万科人一起书写与遵

道学校的温暖故事。

截至2024年11月，累计共动员985人报名，454人次万科员工成为乡村儿童的

笔友，陪伴来自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县绵竹遵道学校、贵州省贞丰第七小学等42所

乡村学校的乡村儿童，传递爱心书信达6640封。

在过去书写的6640封书信里，来自四川遵道等地的孩子分享他们的生活，讲述

他们的烦恼，表达他们内心的诉求；而来自万科不同岗位的万科员工也把自己的

故事与职业经历分享给孩子们，陪伴他们探索更大的世界，也感受着爱的流淌。

更多信息详见：国际志愿者日 |在书信中呵护孩子如蓝天一般广阔的梦想

https://mp.weixin.qq.com/s/S0YTxQrmE9JqTlG0QEgkvQ?token=1441348486&lang=zh_CN
https://mp.weixin.qq.com/s/4vsTBU-CcWgvXbJYKl4xGg?token=1441348486&lang=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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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详见：点亮梦想的书香世界：三所乡村悦读空间正式落成

12月6日，由万科公益基金会捐赠，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负责落地执行的3个桂

馨乡村悦读空间分别在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第四完全小学、万坪镇中心完全小学

和青海省湟中区邦巴小学举行揭牌仪式。这标志着3个悦读空间项目正式落成，面

向学校的孩子们开放使用。

点亮梦想的书香世界：三所乡村悦读空间正式落成

桂馨乡村悦读空间项目通过匠心独运的设计与精心施工，为学校打造出了一个

既温馨舒适又充满趣味性的阅读天地，旨在大幅提升乡村儿童的阅读体验与学习

效率，让阅读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田生根发芽。

梅沙碳中和社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目
荣获第七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

（公示中）

第七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赛终评于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广东汕

头举办。1001个项目入围全国赛终评。其中，排名前501的项目通过线下路演答

辩，评委、监委线下集中评审的方式进行了评审和交流。

经过评审，“乡村π计划——数学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等151个项目获得金奖；

“国能‘绿丝带’科技环保科普项目”等350个项目获得银奖；“梅沙碳中和社区生态环

境志愿服务项目”获得铜奖。

https://mp.weixin.qq.com/s/hyPdhO1g0GiKd3y8QYBgUg?token=1441348486&lang=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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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再度获评为4A级基金会

近日，根据《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和民政部公告第575号《2024年全国性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第二批）公告》有关内容，经过初评和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委

员会终评、公示，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再度获评为4A级基金会，有效期至2029年

11月。

更多信息详见：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再度获评为4A级基金会 -中国绿色碳

汇基金会

更多信息详见：VKF News｜看看新鲜事 vol.86

https://碳汇基金会.cn/sf_5B5CE192053D402C8C9F22E2CC541E66_227_D3521F8F99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rVD0yr_irFxOlZv78Iap1g?token=1441348486&lang=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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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首个古树名木保险——“我为古树保健康”在腾讯公益上线

12月3日，北京绿化基金会“我为古树保健康”在腾讯公益公开募捐平台上线，这

是北京绿化基金会继 2019 年7月设立“北京绿化基金会保护北京古树名木专项基金”

后开展“救助古树你我共行动”“保护红螺寺古树”等6个古树保护募捐项目后的延续，

为古树名木上保险在北京尚属首次。

为抢救、保护古树，2019 年7月，北京绿化基金会设立了“保护北京古树名木专

项基金”，首批受益者是西山八大处灵光寺内的4株古树，以及香山饭店“会见松”等

4 株古树；此外，红螺寺古树、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古银杏、延庆区下花园村古榆

树、房山区周口店村古楸树等保护项目都是北京绿化基金会古树名木保护项目的延

续。这次为古树名木上“保险”保健康活动，是北京绿化基金会保护本市古树名木公

益活动的新参与形式，为的是让更多的市民关注古树、敬畏古树，留住乡愁，让保

护古树名木理念能够世代传承。

“我为古树保健康”项目是通过“献一份爱心”公益募集善款，为古树购买“保险”，

确保在遭受损害时能够得到及时的修复和补偿，更好地保护古树资源。

“我为古树保健康”计划为房山区城关、拱辰两个街道，长阳、韩村河、张坊三

个镇共计100株古树名木购买保险，其中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古树占房山区古树总

数的70%，此次被保险古树数量为57株。此次承保古树500元/株，每年为每株古树

名木提供5万元的风险保障。

更多信息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vSCXrwX7PRsKyl6jVaxwGA

腾讯公益“我为古树保健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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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联合印发了《粮食节约和反食品

浪费行动方案》。该方案提出了明确

目标，到2027年底，粮食和食物节约

长效机制更加健全，粮食损失和食品

浪费统计调查制度、标准规范和指标

体系不断完善，粮食生产、储存、运

输、加工损失率控制在国际平均水平

以下，餐饮行业、机关食堂、学校食

堂、企业食堂等人均每餐食品浪费量

明显下降，餐饮浪费得到有效遏制。

通过持续努力和全民参与，推动节约

粮食、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北京市高校食堂食物浪费现状及转型策略》报告发布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高校

食堂的食物浪费问题与粮食安全、资源环境、社会责任等多个方面息息相关。鉴

于减少食物浪费对于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意义，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全球食物

经济与政策研究院樊胜根教授团队开展了“北京市高校食堂食物浪费现状、原因及

干预策略研究项目”，本项目旨在通过对四所在京高校食堂进行深入调研及访谈，

识别影响食物浪费的关键因素，并提出有效的行为干预方案，以减少高校食堂的

食物浪费，为全国高校食堂食物浪费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扫码二维码获取完整报告

更多信息详见：《北京市高校食堂食物浪费现状及转型策略》报告发布

https://mp.weixin.qq.com/s/vtWQER7XLd-AZwY3PCYlow?token=1441348486&lang=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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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揭晓

12月18日，由清华大学和保尔森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4年“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

（简称“保尔森奖”）颁奖典礼在线举行。老牛基金会创始人、荣誉会长，蒙牛乳业

集团创始人牛根生与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作为奖项评委分

别作主旨发言。

由浙江大学申报的“船舶清洁低碳关键技术助力航运绿色发展”项目与阿勒泰地区

自然保护协会申报的“河狸军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创新实践”在百余个申

报项目中脱颖而出，分获“绿色创新”类别和“自然守护”类别年度大奖。

为加强我国候鸟迁飞通道保护和修复工作，探索多元化资金筹措模式、推动保

护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2024年12月17日-18日，UNDP-GEF迁飞保护网络

项目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融资机制研讨会在云南省昭通市召开。

此次研讨会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调查规划

院、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以及昭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昭阳区人民政府和云南大

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承办。来自国际组织、政府机构、金融机构、

保护地管理机构、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和媒体代表共80多人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聚焦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与修复的现状和挑战，探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

气候适应相关的创新融资机制。会上，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BIOFIN 项目协调员冷斐、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贺超、

更多信息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hPN3gV9CLwwHsjQpkL7EMQ

老牛基金会参加UNDP-GEF迁飞保护网络项目候鸟迁飞通道
保护修复融资机制研讨会并分享有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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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来汽车 Clean Parks 负责人钟宇晴、红树林基金会秘书长闫保华、自然资源部第

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克亮、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兰科其、中国人民银

行昭通市分行副行长唐涛等专家学者分别作了《创新自然融资机制的六个问题》

《生物多样性金融（BIOFIN）》《生态保护可持续融资模式探讨》《企业对生物多

样性的支持策略》《跨界合作 共护迁徙：社会化参与的候鸟迁飞通道保护》《海洋

保护地补偿融资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宏观构思与持续资助的重要性》《昭通的

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分享》专题演讲。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前往大山包保护区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候鸟保护、湿地生

态修复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等工作，并与当地社区干部群众就社区共管等议题进行深

入访谈。

更多信息详见：https://mp.weixin.qq.com/s/EpdB8g4KPzY61HU6q_5A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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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预告丨从云南到阿塞拜疆，气候变化的本土观察
与COP29全球行动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最为紧迫的议题之一，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它的影

响无处不在。面对这一挑战，中国西南部的梯田、藏区的草场、干热河谷的河流，

都在见证气候的微妙变化，同时也展现了本地社区为应对这一变化而做出的努力。

更多信息详见：展览预告丨从云南到阿塞拜疆，气候变化的本土观察与COP29全球
行动

万科公益基金会作为我国最早关

注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的公

益基金会之一，今年第十一次参与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简称COP），推

动6家中国社会组织参加COP大会。为

增强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促进公

众参与，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云南乡

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与梅沙艺术

中心，共同推出《从云南到阿塞拜疆，

气候变化的本土观察与 COP29全球行

动》主题展览。

此次展览以气候变化为主题，从

影像的视角出发，通过乡村之眼和万

科公益基金会的在地记录和国际观察，

勾勒气候行动的微观与宏观结合，呈

现从元阳梯田到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COP29）的多重故事，展现

本地生态智慧与国际合作的深度融合。

展览时间
2024年12月29日至2025年2月28日

展览区域
深圳市盐田区生物圈三号·大梅沙万
科中心碳中和实验园区
梅沙艺术中心B1展厅Ⅱ

简报论坛2024 | 聚焦气候变化，探讨公益
组织在气候行动中的新角色

2024年12月20日，一年一度的"简报论坛"在北京日坛宾馆如约拉开帷幕！自

2017年以来，简报论坛已成功举办七届。历届论坛旨在通过多元化、多视角的交

流平台，促进INGO与本土NGO在新形势下的合作与共进。

https://mp.weixin.qq.com/s/iMElPNweG0Iwql9aY_O7aw?token=1441348486&lang=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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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天府碳中和专项基金成立授牌仪式圆满完成

论坛汇聚了国内外公益组织、学术团体、企业代表等130多名公益伙伴，共同

探讨公益组织在气候行动中的新角色与合作前景。议程包括嘉宾致辞、主题分享、

圆桌论坛等多个环节，旨在通过跨行业、跨领域的交流互动，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在

气候领域中的深度参与，促进国际NGO与国内组织共同应对气候挑战。万科公益

基金会受邀参与圆桌论坛，围绕“多议题国际NGO与本土NGO合作应对气候新挑战

（适应、减缓、社区参与）”的主题，与行业同行展开深入交流，分享实践经验，

共谋应对之策。

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公益组织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信息平台，也为

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在气候领域的深度参与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与会代表一致认

为，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公益组织应积极行动，抓住机遇，通过国际和国内

的合作，共同应对气候新挑战。在未来，期待更多的公益组织积极参与到气候行动

中来，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更多信息详见：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天府碳中和专项基金成立授牌仪式圆满完成 -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2024年12月1日，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天府碳中和专项基金成立授牌仪式在

2024年天府碳中和论坛主论坛隆重举行，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刘家顺先生和四川天府新区党工委委员彭天宇先生共同参与此次仪式，并完成授

牌。

2024年，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

紧迫的背景下，时逢COP29落幕之

际，北京益行公益信息交流服务中

心/中国发展简报遂将 "简报论坛

2024"的主题确定为“直面挑战抓住

机遇” 公益组织如何参与气候行动。

更多信息详见：简报论坛2024 | 聚焦气候变化，探讨公益组织在气候行动中的新
角色

https://碳汇基金会.cn/sf_83C04C21281D408C82C0D87EC82358A1_227_D3521F8F99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QbbjYXgXGTdOKQMl9upInQ?token=1441348486&lang=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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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先锋社区促进中心

陵水先锋社区促进中心致力于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和赋能滨海生态

文旅建设。

主要业务有：

1.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2. 生物多样性保护

3. 海洋碳汇

4. 青少年自然实践

本机构的核心使命之一即海洋可持续发展，多个常态化重点项目便

是围绕“海洋可持续”议题开展，结合国际国内环境中的最受关注的气候

与碳中和议题，尝试通过以自然碳汇为基础，逐步系统地开展海洋“蓝

碳”建设以及建立配套的滨海生态系统保护机制。



责任编辑：赵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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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wjzhao@geichina.org

简报合作机构：

简 介

CEGA（China Environmental Grantmakers Alliance）环境资助者网络

于2018年1月29日启动，是中国环境资助者交流合作的平台。宗旨是运用战

略慈善理念，促进环境领域资助者的合作与发展，引领未来环境领域的资

助方向，实现环境领域慈善资金社会效益最大化；文化理念为：融合，共

建，共享，共创环境美好未来。

CEGA 不是独立的法人注册机构，是环境资助者合作项目。2018年至

2024年3月依托基金会中心网运行，2024年4月起，本项目依托中华环保

联合会运行并在CEGA决策委员会指导下工作。目前决策委员会由北京市

企业家环保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MCF）、老牛

基金会、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及

中华环保联合会组成。CEGA决策委员会每届三年，决策委员会主席由决

策委员会选举产生。历任主席包括老牛基金会理事长雷永胜、原北京市企

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张立、原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及老牛基金

会秘书长安亚强。现任联席主席为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谢晓慧和阿里巴

巴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姚瑶。其它成员伙伴包括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桃花

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北京自然之友基金会、北京绿化基金会、湖北省长江

生态保护基金会、北京绿色阳光环保公益基金会、华泰公益基金会、青海

省青海湖生态保护基金会、湖北省湿地保护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中

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及战略合作伙伴能源基金会。


